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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粮画、艾草……近年来，河北

省馆陶县培育了一批颇具发展优势的乡

村特色产业，以“产旅融合助推乡村振

兴”的发展思路逐渐明晰。

自今年 4 月起，馆陶县委成立调研

组，由县委书记王立伟牵头，召集相关部

门干部，深入乡村一线，就产业如何做

强、旅游如何发展等问题，察现场、访群

众，探索解决发展难点、堵点的途径，为

乡村振兴蓄积力量。

找准问题，实现黄瓜
全年种植

“馆陶黄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也是馆陶的一张“名片”。当地的翟庄村

有 30 余年黄瓜种植史，辐射带动周边约

20 个村发展黄瓜产业。翟庄村的黄瓜

市场，年交易量达 1.8 万余吨。

在黄瓜丰果期，调研组多次深入这

里，看瓜情访瓜农，调研特色产业发展。

走访结果总体上是“喜”的：馆陶黄瓜不

愁销，好点的 1.2 元一斤，差点的 1.1 元一

斤。不过也有农户流露出一点“忧”，因

为收瓜的都是倒手商户，瓜农没能直接

和超市对接。

“馆陶黄瓜量质齐优，卖给大型商超

利润更高，为何没实现呢？”调研组有了

疑问。

“夏天棚内温度最高近 70 摄氏度，

超 35 摄氏度黄瓜就停止生长，技术上还

未解决。”“正因夏季断了档，全年货源不

稳定，大型商超不愿合作。”据调研组了

解，与馆陶县毗邻的一些地区，黄瓜全年

种 植 已 经 实 现 ，解 决 度 夏 难 题 具 有 可

能性。

调研组组织县农业农村局、乡镇干

部、黄瓜种植带头人、农技人员等召开专

题研讨会，针对黄瓜度夏问题，寻求破解

之道。

经调研组协调，黄瓜特色产业相关

村组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特色产业处、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工程大学等成

功对接，邀请专家实地考察。馆陶整合

财政资金，开展度夏种植实验。经过四

次实验改进，如今，10 余座全新的“四季

生产棚”已投用。“四季棚创新采用双层

棚顶，隔热性好，安装有自动放风系统和

自动降温系统，实现‘黄瓜度夏、四季产

瓜’。”当地黄瓜产业科技带头人王鑫说。

整体发力，全面提升
旅游体验

今年以来，旅游业逐步复苏，馆陶乡

村旅游情况却不太理想：游客量下滑，发

展乏力……问题根源在哪？调研组成员

决定化身“游客”，深入景区，一探究竟。

粮画景区始建于 2014 年，建成时间

最长，被定为调研起点和重点。景区以

颇具特色的粮食画产业，吸引游客参观、

体验、研学等，已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

驶入景区，颠簸的车辆暴露出几处

路面坑洼。继续前行，映入眼帘的是已

经褪色的景观标识和几处掉灰的景观

墙壁。

“基础设施老化明显。”“维护不够及

时 。”“ 体 验 感 下 降 。”调 研 组 成 员 感 同

身受。

一路统计、记录，调研组发现 10 处

绿化需提升，6 个景观小点破损，20 余处

景观标识破旧，5 处标线不清晰，多处墙

壁需粉刷，3 处道路坑洼，夜晚灯光亮化

需提升。

移步至民宿，调研组实地体验住宿设

施，询问运营推广情况，查看入住记录。

景区相关负责人说：“节假日人多，住宿满

足不了；平日里人少，客房闲置率高。”

调研组发现，各乡村景区内部，问题

大同小异；而整体上看，普遍缺少文化味

儿，氛围感弱。景区虽然有十几个，但游

客往往只看一两个就走了。游客留不

住，夜经济和住宿都无法产生消费，民宿

平日闲置率高。

调研之后，馆陶县多次召开多部门

协调会，并向大型旅游公司征求建议，商

讨解题之策。

县文旅部门近几个月在多个景区举

行四股弦、豫剧等地方特色文化表演，对

接大型电视栏目，举办“星光夜”等特色

文化活动，从整体上提升文化氛围。同

时，县交通运输局新改造提升的“旅游一

号线”公路亮相，将 10 余个特色景区连

在一起，途中设紫荆大道等特色景观，新

增 13 个游客驿站，提升旅游体验。该旅

游专线将游客引向更多景区，有效延长

游客停留时间。

景区内部，改变也在发生。老化的

旅游设施已改造完毕，一座全新的民宿

正 加 紧 建 设 ，新 增 住 宿 床 位 100 余 个 。

景区还新建一处占地 700 多平方米的互

助幸福院。“白天为当地老人提供‘日托’

服务，促进当地老人与老年游客在此互

动交流；夜晚当地老人回家居住，这里则

为老年游客提供高性价比的住宿，一举

多得。”馆陶县民政局局长靳阳阳说。

打差异牌，增强乡村
旅游竞争力

随着调研深入，调研组认为，馆陶县

乡村游与周边县区在形式、内容上存在

同质化竞争，相互分散客流，下一步的工

作重点是“如何实现突破”。

问题症结指向景区的运行机制：在

建设前期，景区以政府引导为主，的确加

快了各项建设；但在后期，实现市场化运

营，机制要灵活多变，不能再单单依赖

政府。

向专家求教，去外地考察，馆陶县着

力推动景区转向市场化运作。馆陶成立

河北粮画小镇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实施

专业化服务。仅几个月后，景区旅游业

态大为改观。咖啡服务、梦幻星空屋、特

色餐饮服务等相继亮相。“未来将增加冰

雪游乐和研学培训，打‘差异牌’，增加乡

村旅游吸引力、竞争力。”公司负责人郑

艳茹说。

馆陶县天河村艾草特色产业发展思

路也在发生转变。

穿过 500 余亩艾草田，调研组进村

入户，先后走访艾草的种植、加工、销售、

体验等环节。在天河村村办企业艾草坊

内，艾绒香囊、眼罩、被子、艾灸器具等琳

琅满目。

“全村近 700 人，从事艾草产业 260
多人，不到一半。”天河村党支部书记王

恩昭说。“旅游业不强，阻力在哪？”调研

组问。

“游客注重参观、体验，我们侧重生

产，体验区仅有一个房间。想新建艾草

体验馆，却苦于缺乏艾灸等中医人才。”

王恩昭说。馆陶县制定扶持政策，协调

县中医院举办培训班。“每月一讲，向村

民普及艾草知识，每次培训 20 余人。”县

中医院治未病科主任李班班说。

馆陶县还协调农业部门和企业，对有

意愿的农户培训艾草种植和加工技术。

天河村村委会也配合开展“微调研”，通过

微信群、大喇叭、入户询问等，向村民普及

艾草产业前景，询问工作意向。

几个月来，天河村新增从事艾草种

植 40 多人，艾草加工 20 多人，产业规模

持续壮大，艾草体验馆的新建计划正加

紧筹备。“到时游客来了，从种植、加工到

艾灸都可体验，感觉一定好！”说起未来，

王恩昭充满期待。

河北馆陶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

深入乡村一线 助推产旅融合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海上风高浪急，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某

新型鱼雷发射试验正在展开。

“5，4，3，2，1，发射！”海军某部水下兵器试验专家崔

滋刚紧紧盯着显控台，鱼雷轨迹正常、跟踪信号正常……

随着鱼雷命中靶标，他才长舒一口气。任务结束，崔滋刚

随即着手复盘，争取尽快拿出试验报告。他深耕潜艇作

战领域，常年奋战在试验研练一线。

说起 10 年前参加的重大演练任务，崔滋刚至今难

忘，那是他第一次以水下装备专家身份参训。

演练进行到一半，精心试验鉴定过的装备“掉了链

子”，某新型声呐装备无法准确探出“敌情”。装备都是按

照研制总要求的设定条件试验，而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性能就打了折扣；操作手只掌握新装备基本操作，没有最

大化释放装备性能……脱离了“战”的需求，再好的装备

也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未来战场。

“试验的目的是打赢，因此要搞清作战需要。”崔滋刚

把目光投射到训练领域。“训练是作战部队的事，我们一

个装备试验单位去训练人家，能行吗？”面对质疑，崔滋刚

没有犹豫，翻阅各种文书资料，学习演训组织全流程，深

入部队一线，了解反潜现状和存在问题。

2015 年，该单位组织对抗专攻精练，崔滋刚担任此

次演练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从方案设计到演训实施，从

态势想定到训练评估，各项工作在崔滋刚的调度下井然

有序。崔滋刚及其团队构设的战场环境，让官兵得到充

分的磨炼，也暴露出个别装备在实战环境中的不足。

平时说话谦和随性，但谈及工作，崔滋刚言语里透着

一股较真劲儿。有多较真？0.01伏的误差他也绝不放过。

一次组织鱼雷试射，装备调试人员完成全部工作，正

要准备撤回时，被负责现场质管的崔滋刚叫住了：“鱼雷

电池电压下降了 0.01 伏。”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装备试验没有‘差不多’！如果

放过这 0.01，导致‘丢雷’现象，将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经过两个小时的全系

统排查，最终确认鱼雷电池有安全隐患。他们连夜更换了电池，保证任务圆满完成。

有一年，某装备刚刚生产出来，如果按部就班走完试验流程，需要一年多时

间。部队急盼、演训急用，崔滋刚创新提出基于作战能力考核的一体化试验思

路，将需要考核的项目进行细致分类，不仅缩短试验周期，还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起初，方案并没有通过审核。崔滋刚不肯放弃，列举大量数据，详细讲解方

案的可行性。最终，方案被批准执行。按照他设计的步骤，海上试验时间比原定

计划缩短了 1/3。崔滋刚说：“为了多一分胜算，付出十分的努力，我们愿意！”

我国某型潜艇首次进行边界深度实际使用武器试验，崔滋刚作为项目总师，被

列入随艇下潜人员名单。首次、边界深度，从名称就能感受到任务的危险程度。

翌日，潜艇下海。随着下潜到一定深度，艇体开始发出巨大的挤压声，再下潜，

潜艇某部位开始滴漏，又逐渐变成线漏，艇员们急忙排水，全艇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抵达边界深度，能不能按计划发射鱼雷，这是留给试验负责人的一次严峻考

验。崔滋刚和研制部门对全程采集的数据进行慎重分析后，坚定地向艇上报告：

“可以发射！”“轰”的一声，任务圆满完成。

崔滋刚说：“科研成果用于战时，科研的较量却在平时。我们要瞄准前沿开

展研究，才能打得赢！”近年来，崔滋刚主笔编写装备试验和部队演训报告 20 余

份，关于反潜作战方面建议数十条，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

（陈海涛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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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面孔R

■干部状态新观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R

核心阅读

河北馆陶县黄瓜质量
好，为何未能进入大型商
超？乡村旅游与周边存在
同质化竞争，如何实现突
破？馆陶县成立调研组，就
产业如何做强、旅游如何发
展等问题，察现场、访群众，
探索解决发展难点、堵点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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